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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日前，尧都区发改局组织全体党员赴大寨、西柏

坡，开展了“守初心、担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打造尧都铁军”

主题党日活动。

图② 近日，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迎七一“永远

跟党走 筑梦新时代”文艺演出。

图③ 日前，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特殊党日活动，党员

们聚在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学习党章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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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屋 出 租
位于临汾市鼓楼南大街与印染巷交叉口，有地下

室、一层、二层门面房(建筑面积地下室约390㎡、一层

约480㎡、二层约530㎡)对外出租，可用于开办酒店、

学习班、艺术培训班、办公写字楼等，有意者联系。

联系电话:13383575007 赵先生

由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变成闻名遐
迩的“安泽名片”，安泽县府城镇飞岭村
70年书写了脱贫致富的动人故事。6月
27日，记者来到飞岭村，从厚重的历史
中感受不凡的变化，感受飞岭在乡村振
兴大潮中“起飞”的航迹。

“今年甜瓜市场价好得很，我计划
明年多种一些，肯定能有个好收成！”在
安泽县府城镇飞岭村，伴随着一阵爽朗
的笑声，记者见到了“脱贫模范”尚春
喜。即使再苦再难，他黝黑的脸上也总
是挂着乐观的笑容，根本想不到他的家
里还有一位癌症患者。

前些年，尚春喜出了名是因为没
钱，老伴儿患有癌症，手术、化疗让这个
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债台高筑，尚春喜
也因此成了贫困户。这两年尚春喜出了
名是因为有钱，2016年尚春喜家全年
收入两万余元，摘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经济收入一年比一年高。眼看着日
子一天比一天好，2018年尚春喜的老
伴儿却又一次病倒了。但尚春喜却不那
么“怵”了，“咱有‘136’医疗保障政策
呀，即使脱贫了，还有党的好政策兜
底。”尚春喜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欣喜
的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让他感受到
党和政府对农民的深切关怀。

和他同行的村民王秋锁今年 68
岁，他的看法不同于尚春喜。“你还是年
轻，不知道以前的日子多苦，别说看病
了，住都住不踏实，要我说这70年来最
大的变化当属‘房屋’。”王秋锁在村子
里最开始住在土窑洞里，一家人挤在一
个炕上，炕上没有褥子，只有一张席子，
七八个人分一条被子盖。“夏天还好，冬
天的日子简直没法过！”当时，在年幼的
王秋锁眼里，房屋不过是一个遮风挡雨
的地方。

王秋锁回忆起 1982年，那时候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开来，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经济条件
好的可以申请半亩地用来修建房屋。

“那个名额很宝贵的，一年也就三四
户人家能有这个资格，大家为了能有
自己的房子，都加把劲儿干活，飞岭
村的房子就这样一间间建起来了。”
王秋锁笑着说：“我是上世纪八十年

代末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以为那就是
最好的日子了，可是你看看现在，我
们不仅有宽敞舒适的房子住，电视、
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电让这个家越来
越有幸福的味道了！”

在飞岭村转一圈，一排排古色古香
的房屋映入眼帘。这里没有城市的繁
华，却有一份小山村的宁静；这里没有
大都市的车水马龙，却能时时听到山林
中鸟儿的鸣叫；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却
有一座座温馨的农家小院；这里还有一
条蜿蜒的沁河在村边静静地流淌……

“要我说，这70年村容村貌的变化
了不得！”县林业局退休干部戴春富给
了记者又一个答案。“以前谁敢想这么
一个小小的村庄也能搞旅游业？我是不
敢想的。可你现在看看村子里，是不是
又干净，又充满田园风情？”戴春富的爱
人递给他一颗杏：“说来也奇怪，日子好
了，感觉杏都比往年甜了。”

戴春富 2002 年从林业局提前退
休，他之所以选择回到飞岭村，就是感
觉村庄的生活今时不同往日。“县城到
村子里的路修好了，来回不过15分钟，
村子里景美人善，我是回来享福的！你
快去村子里好好看看！”

走进飞岭村，记者了解到如今的飞
岭村旅游业日臻完善，村内现有明代古
宅院一处，明末清初幸福井一口，石窑
洞20孔，石碾5台，避难地道500米，北
京知青居住旧址两处，是一个历史资源
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环境优美的
多元化美丽村庄。

“老百姓说得都对，咱们飞岭村这
70年的变化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村党
支部书记许洪财侃侃而谈，“现在我们
不仅仅能吃饱穿暖、不怕头疼脑热，更
要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让上一辈
得到更好的照顾。我们不仅仅要富起
来，还要强起来，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
致富，打造标杆！”

许洪财的一席话充满底气。因为近
年来，飞岭村积极探索乡村振兴发展新
业态、新路子，充分依托得天独厚的生
态优势、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按照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民俗文化三大特色
产业发展总体思路，着力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目前，已初
步建成了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
农业、文旅、乡愁“三大板块”，集循环农
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美丽
乡村。

“老百姓对村庄变迁肯定有着不
同的关注点，但是有一点儿非常确
定，那就是大家伙儿都在齐头并进迈
向更幸福、更美好的明天！”许洪财自
豪地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绚丽的舞台令人眼花缭乱，独具
特色的节目让人沉醉，6月 30日晚，我市第十四届
广场文化消夏月活动在市区九州广场开幕。台上台
下欢声雷动，观众纷纷拿起手机、照相机，或录或
拍，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

“一届比一届精彩，一届比一届创新，今天的晚
会是我们献礼党的生日、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
作品。”记者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每年消夏月他
几乎都在现场，他就是开幕式主持人乔炯。“消夏月
活动已经成为我市的文化品牌之一，极大地丰富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但这次消夏月与往年相
比更具内涵，它结合我市文旅融合的大背景，让‘诗
和远方’完美融合。不信，你看！”

顺着乔炯手指的方向，舞台上一群不过十七八
岁的孩子手持“龙凤旗”不停挥舞，不停变换着队
形，展示着少年郎的朝气，通过这一曲《盛世尧天》
把尧王子孙的精气神传递出去。

“龙凤旗”本身并不重，难点在气势的展现。“旗
杆的长度我们调整了四五次，3.2米、3.5米、2.2米、2
米，经过各种调试，最终确定为现在的 2.5米。这样
既能避免孩子误伤自己，又有非常不错的舞台效
果。”《盛世尧天》的编导刘瑞介绍说：“我们想把尧
文化的元素放在这个舞蹈里，孩子们衣着偏中式传
统，是模仿以前祭祀尧王时候的装扮，希望通过这
个舞蹈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尧文化。”

除了担任这个节目的编导，刘瑞还是这些孩子
的老师。刘瑞说，这40个孩子今年多数刚参加完高
考，这次演出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社会
实践，也是离家前对家乡的一点点儿小贡献。

舞台一隅，一群身着侍卫服、宫女服的“古装队
伍”正在后台待命，他们是翼城县古城艺术团的演
员，正在为节目《古城追梦》做准备。“我们代表的不
仅仅是艺术团，要珍惜这个机会，给咱翼城好好宣
传宣传！”《古城追梦》的演唱者邹亚莉不忘随时给大家加油鼓劲儿，她头上
戴着扮演李娘娘的头饰，分量不轻，加上古装发型造型比较紧，头皮也一阵
儿一阵儿地疼，但却还是对演出充满期待。

市民梁国富用手机正在对着舞台录像，看着他的笑容很难想象他是一
名残疾人。“大家给了我一个‘特权’，让我坐在最前面看演出，很感谢他
们。”原来，梁国富来的时候演出已经开始了，因为坐着轮椅行动不便，其他
观众为他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

“2012年因为车祸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起初特别不愿意见人。”梁
国富回忆说：“2014年观看了我市一场残疾人专场演出，心态就变了，日子
都是自己过出来的，只要自己对自己有信心、热爱生活，我也会和大家一样
成为幸福的临汾人！”

本报讯 （记者 闫晏宏） 6月
28日14点48分，当李琳（化名）被推
出手术室那一刻，市中心医院免费实
施的首例心脏冠脉搭桥手术圆满完
成。根据市卫健委有关文件精神，市
中心医院目前正在开展免费救助100
例心脏冠脉搭桥手术患者的活动，李
琳正是此次活动的受益者。

2014年，对于我市心脏外科来
说是划时代的一年。第四军医大学西
京医院毕业的刘辉带领他的团队，独
立完成了全市第一例体外循环下心
内直视手术，彻底结束了我市心脏外
科手术需要依赖外请专家的历史。
2015年9月，刘辉带领团队独立完成
了我省第一例急诊非体外循环下冠
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急诊冠脉搭桥手
术），填补了省内空白。2016年12月，
刘辉独立完成了我市第一例Bentall
术+二尖瓣置换术，使我市心脏大血

管外科水平和国内顶尖水平接近。现
在市中心医院心脏中心已经形成了
专业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的心外科专
业团队，年手术量达300余台。

近年来，冠心病的发病率逐年
上升，并有年轻化趋势，冠状动脉搭
桥手术是部分重症冠心病的唯一有
效治疗手段。“心脏冠脉搭桥手术，
目前在临汾已经做了 1000多例。”
现在已是市中心医院心脏大血管外
科主任的刘辉表示，每名冠心病患
者的症状都不尽相同，如果出现胸
闷、心悸、出汗等典型症状，一定要
到医院找专业医生进行诊治，以免
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此次免费救助活动，是市中心
医院继儿童先心病免费救治项目、
免费救治心脏大血管外科手术患
者、免费白内障手术等活动之后的
又一次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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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首例免费心脏冠脉搭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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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晓芳） 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6月28日，市老龄
公益协会组织 200余人在市区平阳广场
冒雨唱红歌，拉开了我市“百点万名”离
退休干部歌唱祖国、祝福祖国红歌演唱
会的序幕。

市老龄公益协会还发动 400多支队
伍、3万多名志愿者，在临汾城乡 100多
个广场、公园、街道、社区、乡村开展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活动。市委老干
部局组织广大离退休干部就近就地，以

“新时代· 中国梦·歌唱祖国”为主题，以
《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中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必选曲目，
采取大合唱、小合唱、舞蹈、乐器演奏、快
闪等方式，歌唱祖国、祝福党。

尧都区枕头乡红道村村民李锁成赋

诗：“党是母亲国是家，母亲今年九十八。
从无到有创天下，以弱胜强日壮大。如今
走上小康路，不忘初心再辉煌。祝愿母亲
永不老，祖国江山万年长。”

全国敬老模范王新民朗诵了自己的
心声：“党啊党，伟大的党，你是中华民族
的救星，你是中国人民的脊梁。没有你，几
千年的灾难在继续；有了你，祖国大地得
解放。亲爱的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
胜利走向胜利，造就了伟大的毛泽东思
想。让我们放声高唱，歌唱祖国歌唱党。”

“今天没有安排我的节目，可是不唱
这首歌我回去就睡不着。”7月1日，在尧都
区刘村镇嘉泉村庆“七一”晚会上，60多岁
的村民张春秀自告奋勇上台演唱，虽然没
有音乐伴奏，但台下千余名观众与她同声
高歌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本报讯（通讯员 范惠杰 仇 浩 乔强
强） 日前，洪洞县委组织部组织拍摄《永远
跟党走》系列专题片，以此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8周年。

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发展、紧扣需求、
打造精品”的原则，洪洞县委组织部宏观谋
划布局、积极组织收集典型材料、精心筛选
具有感染力的事迹故事，为拍摄专题片做
好前期准备。同时，注重学习借鉴优秀专题

片制作经验，拓展思路、大胆创新，确保高
质量完成制片任务。拍摄专题片期间，与县
电视台、拍摄对象等积极沟通协调，跟踪拍
摄，从稿子、拍摄技术、后期制作等方面严
格要求，努力保证专题片的高水平、高质
量。

该系列专题片将在洪洞县电视台《槐乡
先锋》栏目、“洪洞党建网”“槐乡先锋”微信
平台等媒体上进行分片展播。

洪洞拍摄

《永远跟党走》系列专题片

我市举办

“百点万名”红歌演唱会

新闻现场

（上接1版）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
奉献的精神品质，始终保持一份朴
实纯粹，做到计利国家、无私忘我，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艰苦奋斗、建
功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苦干实干、
创造实绩；学习他恪尽职守、担当使
命的务实作风，干一行爱一行，勇挑
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在关
键时刻和危急关头豁得出、顶得上，
把革命理想信念化为行动的力量；
学习他一辈子清廉自守、克己奉公
的高尚情操，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
净做事，自觉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张
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为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鲜活教
材，结合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
动，精心组织安排，教育激励广大党
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坚定
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素质，真抓实
干、开拓进取，知重负重、攻坚克难，
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
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
努力做合格党员、当时代先锋、创优
秀业绩、为人民造福。

通知强调，各级党委（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级领
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张富清同志先
进事迹，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
责摆进去，联系思想实际，检视自
身差距，不断提高党性修养，改进
工作作风，勇于担当作为，努力创
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
实绩。基层党组织要依托“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等，组织党员开展专
题学习交流，教育引导党员以先进
典型为标杆，学先进、赶先进、争先
进，在干好本职工作、服务奉献社
会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各级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结合开展“向
英雄模范致敬”活动，组织退役军人
代表参加座谈会、谈学习体会，鼓励
广大退役军人以张富清同志为榜
样，做到离军不离党、退役不褪色。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将学习张富清
同志先进事迹纳入“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讲英雄故
事，学优良传统，深入开展“我奋斗、
我精彩”岗位建功活动，激励广大官
兵坚定爱党报国情怀，争当“四有”
新时代革命军人，自觉投身强军事
业，奉献强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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